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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工作简况 

1.1 编写目的及任务来源 

节约能源资源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，公共机构节能是

全社会节能的重要领域。推行公共机构节能，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

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、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举措，也是公共机构加

强自身建设、树立良好社会形象的主要表现。 

《公共机构节能条例》第十六条规定“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各

级人民政府管理机关事务工作的机构应当会同同级有关部门按照管

理权限，根据不同行业、不同系统公共机构能源消耗综合水平和特点，

制定能源消耗定额，财政部门根据能源消耗定额制定能源消耗支出标

准”。第十七条规定“公共机构应当在能源消耗定额范围内使用能源，

加强能源消耗支出管理；超过能源消耗定额使用能源的，应当向本级

人民政府管理机关事务工作的机构作出说明”。《公共机构节能“十二

五”规划》提出“要根据不同行业、不同系统的能源资源消费水平和

特点，制定公共机构能源消耗定额和费用支出标准，建立能源消耗基

准线，实行能源消耗定额管理”。《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“十三五”

规划》提出“要推动建立能源资源消费基准线和能耗定额标准，强化

能耗强度控制”。条例和规划对定额管理的表述，既说明定额管理是

推进公共机构节能的理想状态，同时也说明定额管理目前还是公共机

构节能工作的短板。 

2019年，国管局为推动能耗限额向定额转变，节能司发布《公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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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能耗定额标准编制和应用指南（试行）》，要求各省份制定本地区

的能耗定额。但目前全国各地区公共机构能耗定额标准编制工作整体

水平参差不齐，定额标准编制还不够规范，需要以国标的方式规范各

地能耗定额要求，以便于统一管理和考核。因此，国管局节能司建议

开展《公共机构能耗定额标准编制通则》编制工作，做好定额标准编

制和应用的顶层设计，以此为纲，用于指导各地区规划定额标准编制

工作，实现公共机构能耗定额精细化管理。 

本国家标准由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提出，全国能源基础与管理标

准化技术委员会（SAC/TC20）归口，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负责组织起

草。 

标准立项信息如下： 

项目编号：20160843-Q-469 

项目名称：公共机构能耗定额标准编制通则 

制、修订：制订 

国际标准采用情况：无 

上报单位：全国能源基础与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（SAC/TC 20） 

1.2 标准研制过程 

1.前期研究阶段：2019 年 3 月，项目组召开公共机构能耗定额

标准编制通则编制工作启动会，成立了工作专家组，对编制工作进行

了研讨。2019 年 8 月、12 月赴全国严寒、寒冷、夏热冬暖、夏热冬

冷等区域召开全国公共机构能耗定额标准编制和应用交流研讨会，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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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各地区能耗定额标准编制的共性问题和个性问题，为标准的编制奠

定调研基础。 

2.标准起草阶段：2019年 6月至 2020年 6月，工作组调研分析

各地区已出台的能耗定额标准以及各地区公共机构能耗定额编制情

况等，与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进行多次沟通修改，提出了公共机构能

耗定额标准编制通则框架，并起草文件草案。 

3.征求意见阶段：根据标委会安排，秘书处拟于 2020 年 7 月挂

网对标准征求意见，同时委托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对各地机关事务管

理局定向征求意见。 

2. 国家标准编制依据与原则、主要内容说明及预期经济效果 

2.1 国家标准编制依据与原则 

本标准的制定工作遵循“统一性、协调性、适用性、一致性、规

范性”的原则，本着先进性、科学性、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，按

照 GB/T 1.1 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一部分：标准的结构和编写》给

出的规则编写。 

本标准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和节能管理办法、国家及地方节能规划

和相关节能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要求，例如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

能源法》、《公共机构节能条例》、《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耗统计制度》、

《关于加强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节能管理工作的实施

意见》、《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能源审计导则》等；《“十

三五”节能减排实施方案》、《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“十三五”规划》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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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方节能规划等；GB 17167《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

则》、GB/T 15316 《节能监测技术通则》、GB 50189《公共建筑节能

设计标准》、GB/T 2589 《综合能耗计算通则》等。 

2.2 标准适用范围 

本标准规定了公共机构能耗定额标准的编制原则、机构分类、标

准内容、能耗定额指标及等级、节能管理措施、统计范围、计量管理、

主要指标计算方法和编制程序。本标准适用于各级公共机构节能管理

部门编制公共机构能耗定额标准，相关机构可参照使用。 

2.3 标准主要内容说明 

能耗定额指标确定 

1、我国地域辽阔、气候复杂，根据各地区气候特点，共划分为

严寒地区、寒冷地区、夏热冬冷地区、夏热冬暖地区及温和地区五个

气候区域。其中，严寒和寒冷地区的供暖能耗在建筑总能耗中占有较

大比重，同时，上述两个气候区多采用大规模集中供暖的模式，实际

供暖能耗数据大多掌握在各个供热企业中，大多数末端用户无法获取

其供暖能耗。鉴于这一现实，对于严寒及寒冷地区，需要把供暖能耗

分开单独考核与管理，因此，对于国家机关、教育机构及场馆，其能

耗指标按照严寒地区/寒冷地区、夏热冬冷地区/夏热冬暖地区/温和

地区分别给出。 

2、对于公共机构综合能耗，单位面积指标是最常用的指标形式，

且易于现有的建筑能耗统计、能源审计制度相结合，具有可操作性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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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特点；公共机构内的用能人数也是影响公共机构能耗的显著因素，

因此采用人均综合能耗指标作为主要指标之一。此外，在所有能源类

型中，电力为最主要的能源类型，因此，本指南将常规用能系统单位

建筑面积电耗单独列出，也作为参考指标之一。数据中心机房作为公

共机构中重点耗能区域，可单独设定能耗定额参考指标。 

2.4 预期经济效果 

本标准提供了公共机构能耗定额标准的编制方法。该标准的实

施，将为我国各地开展公共机构能耗定额标准制修订工作提供统一的

参考标准，这有利于各级公共机构节能主管部门等依据《公共机构能

耗定额》开展能耗定额管理，有利于充分挖掘公共机构节能潜力，深

入推进公共机构节能工作。 

3.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，以及与国际、国外同类标准

水平的对比情况 

本标准处于国内先进水平，国际、国外未有相关研究。 

4.与有关的现行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

本标准与有关的现行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无交叉、矛盾

和冲突。 

5.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

本标准遵循了各方参与原则，制定时充分吸收了相关领域专家的

意见，无重大分歧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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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国家标准作为强制性国家标准或推荐性国家标准的建议 

本标准全文为推荐性国家标准。 

7.知识产权状况声明 

本标准未接到任何涉及相关专利或知识产权争议的信息、文件。 

8.贯彻国家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

本标准对于公共机构节能管理部门以及相关方开展公共机构能

耗定额管理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。建议标准发布后，针对标准不

同的使用对象有侧重的进行培训和宣传。建议标准发布后 6 个月实

施。 

9.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

无。 


